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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碳”战略的提出对新能源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线上教学模式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将

思政教育与网络化教学有机融合成为难题。本研究针对新能源装备系统集成技术这门线上课程，以传授

专业知识为育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课程思政目标，将价值引领全面贯穿知识传授过程。通过挖掘思政

教育资源、创新网络化教学方法，改变传统教学单一形式，多维度培育新能源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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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carbon” strateg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ining of new energy pro-
fessionals. Based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mod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network teaching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
le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urse of integration technology for new energy, takes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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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s the core of education, moral cultivation 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 and com-
prehensively penetrates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eaching with value leadership. By mining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nnovating network teaching method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form is changed, and new energy professionals are cultivated in multiple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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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碳达峰、碳中和”新形势下，建立新型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势在必行[1]。太阳能、风能、生物质

能等新能源开发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是推动绿色、生态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双碳”目标对新能源

专业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2]。以“双碳”目标为指引，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建设和教学过程，成为构建

新能源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途径。高校课程思政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新教育理念，在知

识传授过程中，同时向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专业知识讲授、实践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同

向同行[3]，形成协同效应。 
互联网时代下，现代信息技术为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通过优质的在线课程资源，便

捷的移动交互平台，运用新式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满足现代社会的教学需求，推动了网络化教学的发展[4]。
“新能源装备系统集成技术”作为新能源专业的一门优质在线课程，具备较强理论性和实践性，旨在培

养学生的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运行优化及生产管理等能力，以及拓展卓越工程创新与实践能力和国际化

视野。若能在课程网络化教学中将思政教育和自然科学中所蕴涵的求真务实、科学规范等有机结合，将

会助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5]，提高新能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基于此，本文依托“新能源装备系统集成技术”这门线上课程，探索网络化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机

融合，将“双碳”背景下的低碳技术、绿色能源及资源高效利用技术融入课程教学中，改变传统教学单

一形式，多维度培育新能源专业人才。 

2. 网络化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分析 

“新能源装备系统集成技术”课程以提升学生基于新能源技术的新装备开发和设计能力为主线，系统

地讲授经典优化方法及新能源系统的基本知识。通过学习，学生能够理解新能源系统的结构、特性和工作

原理，熟悉系统经典优化方法，理解新能源系统集成关键要素；能正确描绘新能源系统组成，能分析新能

源系统中的关键优化变量、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能运用优化方法设计新能源系统；能了解新能源装备

和系统发展的现状，认识新能源装备开发和系统设计与我国发展的紧密联系，能具备从事新能源领域

相关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运行优化及生产管理等工作的能力，能积累卓越工程创新与实践能力和国际

化视野。 
秉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教书育人要求，明确课程载体在育人中的关键作用，探索网络

化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分别从挖掘思政教育资源、创新网络化教学方法两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如

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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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tegration path for network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课程网络化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 

2.1. 挖掘思政教育资源 

当前，如何在不影响在线授课进度的情况下选取恰当案例，利用网络化教学，使学生在学习相关专

业知识的同时，能够顺其自然地明白某个道理，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成为教学设计和实践难

题。首先，根据课程特点和模块内容，找准思政元素映射点，将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6]。新能

源装备系统特点、新能源系统和分布式能源系统设计优化等模块知识点丰富且实用，与“双碳”目标紧

密相关，有利于思政元素的切入和贯通。 
从国家“双碳”目标出发，剖析传统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导致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尤其是碳排放量

大的现状，引出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的必要性，提出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是重要的

出路。这一思政元素融入新能源系统结构、特性和工作原理部分，激发学生对学习新能源系统相关技术

的热情和信心。 
将前沿的“绿氢”技术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关注绿色清洁能源的制取与利用。以太阳能、风能为代

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不稳定性造成大量弃电，亟需实施可再生能源消纳保

障机制。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过剩电力通过电解水转化为绿色氢气，制取的氢气不仅可

以储存，还可以利用现有的燃气管道网络运输到最需要的地方，供加氢站、燃料电池车和工业原料等，

形成耦合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解水制氢技术，将会大大减少可再生电力的浪费。这一思政元素紧密结合

前沿技术和国家需求，通过融入到新能源系统设计优化部分，提高学生对新能源系统集成设计的兴趣。 
传播稳定、环保、和谐、平衡的社会发展思想。为了保障我国供能系统的安全和不同地区经济的均

衡发展，需要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基于能量梯级利用和多能互补准则，将风、光、水、氢、电等多种能

源结合，实施系统设计优化，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转化。这一思政元素融入到分布式能源系统设计优

化知识点中，引导学生认识和思考如何避免能源的浪费、优化现有技术。 
通过遴选上述先进工程案例作为思政元素，结合不同案例串起理论知识，从侧面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工程价值观。具体包括：统筹考虑新能源系统集成与社会、人文的辩证统一；在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

系统设计中强化节能环保意识，注重环境评价和能效评价；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科学发现与技术

进步的关系，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使新能源专业学生对绿色低碳有直观的感知，以

期在未来工作中服务于“双碳”目标，发扬社会责任感。 

2.2. 创新网络化教学方法 

课程采用“三位一体”线上教学体系，从专业知识，到创新思维，再到应用能力三个维度进行设计，

形成线上课程、线上讨论、应用实践三个子系统，如图 2 所示。每个子系统涵盖不同的教学任务，其中

线上课程环节包含教学视频、课程资源、作业测试，线上讨论环节包含见面课、互动问答，应用实践环

节则包括线上的社会调研与主题讨论等。通过该体系，使学生有效地参与了教学，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

力。网络化教学模式具体为：学生课前观看在线课程视频，下载阅读老师提供的各类课程资料，线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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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由授课老师组织学生围绕教学内容进行分组讨论、答疑解惑。此外，开

展线上“项目化”教学，引导学生围绕某一实际案例形成项目小组，尝试解决所面对的技术和社会问题。 
在挖掘思政元素的基础上，实施思政教育与网络化教学的有机融合，全方位培养新能源专业人才，

是本课程教学设计和实践的目标。我们教学团队采用思政教育“3 + 3 模式”，在一个章节教学过程选定

一个主题进行思政教育 3 分钟，且注意在该学时内思政教育不超过 3 次以保证专业知识讲授时间。基于

该思政教学模式，结合专业学生诉求和知识储备，在教学过程灵活运用思政元素，讲好思政故事，从先

进案例出发，用信息技术手段和丰富生动的形式展开教育，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知识，从而使思政故事

有趣，易于吸收。 
在新能源系统设计优化的教学过程，围绕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首先引入一个中央台《沿着高速看

中国》的新闻视频，介绍在我国海南州共和县塔拉滩的生态光伏园，这是全球最大的集中式光伏电站群，

激发了学生对光伏发电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广泛兴趣，提升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在此基础上，讲解该系

统集成设计和优化的专业内容时，学生可以更加专注，学习热情显著提升，能主动进行互动问答、小组

讨论，课后开展社会调研和实践，学习主动性和效率大幅提高。思政案例有效引入网络化教学，丰富了

学生的阅历，培养了学生的工匠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程师素养。 
 

 
Figure 2. Course online teaching system 
图 2. 课程线上教学体系 

3. 思政融入网络化教学的特色与成效 

立足“双碳”背景，将正面、积极和健康的思政元素与本课程中的系统优化方法、新能源和分布式

能源系统集成设计等核心知识点融合在一起，再经过网络化教学，既激发了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主动性

和兴趣，同时使其正视新能源系统开发的紧迫性，了解自身所肩负的重要责任，提升责任感，进而可以

在后续学习和工作中发挥所长。具体表现在。 
学生从实际的能源利用过程供需矛盾、环境污染、经济社会发展中领会到设计优化理论的思想内涵，

即工程优化是多角度问题的折中与协调。基于此，学生面对繁琐的系统优化方法，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认真开展优化问题剖析与优化方法应用；正确看待新能源系统设计和应用所面临的困难，并能积极思考

如何解决，有意识去查阅、引用各种标准规范，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通过实际工程案例帮助学生认识技术变革减少碳排放的感性认识，明确新能源系统集成优化对于能

源高效利用、污染物减排等领域的重要性。大多数学生掌握了能源系统优化设计的基本技能，有意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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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设计、优化手段。通过优化计算，学生主动将新能源、分布式能源技术与“双

碳”政策迎合，并关注绿色能源和社会发展，能主动查阅国家相关政策。 
思政教育在线上课程中的实施，坚定了学生对新能源未来发展的信心，激发其在新能源装备制造、

系统集成方面的探索和求知热情，力争成为新能源装备设计与系统优化的工程型、应用型、创新型高级

人才，进而主动承担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重要使命。 

4. 结语 

在我国“双碳”政策指引和全面推进线上课程的背景下，将网络化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以传

授专业知识为育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课程思政目标，实现价值引领全面贯穿知识传授过程。注重产业

需求导向，引导学生客观认识新能源装备开发和设计与国家发展的紧密关联，使培养的学生在知识性及

思想性层面达到教学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助力培养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工程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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